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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焕庸，地理学家、地理教育家。他引进西方近代地理学理论和方法，从人地关系的

角度研究我国人口问题和农业问题。提出中国人口的地域分布 以瑷珲—腾冲一线为界而划

分为东南与西北两大基本差异区；并首次提出中国农业区划方案。是我国近代人文地理学、

自然地理学的重要奠基人。他在培养地理人才，创建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学术刊物等方面

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胡焕庸，字肖堂。１９０１年１１月２０日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今宜兴市）。幼年丧

父，家境清贫。１９１２年，他读高小。当时的高小，已开英文课。英文教员路芹祥在课外

帮助他阅读供中学生阅读的《泰西五十轶事》，从而使他为以后学习多种西方语文打下了基

础。１９１５年，胡焕庸考取江苏省立第五中学（今常州中学）。在这里，艰苦的生活激发

了他勤奋好学的精神，而教师们诲人不倦的精神，也给他留下为人师表的榜样，并且影响他

的一生。  
 
  胡焕庸在中学毕业的时候，正值“五四”运动的高潮。这是一个社会剧烈动荡、国家前

途未卜的时代，是呼唤青年人关心国家前途和世界形势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青

年时代的胡焕庸决心走上地理学和地理教育的道路。  
 
是一位耕耘不息的地理教育家  
 
  胡焕庸在地理学上有多方面的贡献。所有这些贡献都是在教师的岗位上完成的。因此，

他首先是一位地理教育家。他长期的教师生涯，先是在中央大学地理系，以后是在上海华东

师范大学地理系度过的。  
 
  我国近代的地理教育是从东南大学地学系（以后是中央大学地理系）开始的。创办这个

系的是竺可桢。继承竺可桢所开创事业的是胡焕庸。他于１９１９年考取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简称南高）文史地部。１９２０年，竺可桢来校任教。１９２１年，南高扩建成东南大学

（简称东大），并成立我国第一个地学系，由竺可桢任主任。在此后几年内，南高班级和东

大班级同时存在。１９２３年，胡焕庸在南高毕业，即赴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今扬州中学）

任史地教员。１９２６年春，他回到南京补读东大的学分，取得东大理学士学位。当年，他

乘船赴法国，在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进修。  
 
  当胡焕庸还在法国进修的时候（１９２７年），在竺可桢的肩上，有两副重担：中央研

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和中央大学（当时名为第四中山大学，１９２９年更名中央大学）地学

系主任。１９２８年９月，胡焕庸从法国回国，既担任中央大学地学系的教授，又担任气象

研究所的研究员，成为竺可桢在这两个单位的得力助手。从１９３０年起，竺可桢不再担任

中央大学教授。竺可桢留下的自然地理学和气候学的教学任务，几乎全部由胡焕庸担任。１

９３０年，中央大学地学系分成地理系和地质系，由胡焕庸任地理系主任。这样，当年由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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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桢承担的培养地理人材的任务，全部转移到胡焕庸的身上。  
 
  从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３７年的１０年，是中央大学地理系（包括此前的地学系）蓬勃发

展的时期。在这１０年中，特别是１９３０年以后的７年，胡焕庸在培养地理人材方面，起

了很大的作用。他担负起气候学和自然地理的几乎全部教学任务，包括地学通论、气候学、

天气预报、地图投影以及亚洲和欧洲自然地理。此外，他还从事地理教学基本建设，如编写

教材，编绘挂图，组建中国地理教育研究会，创刊《地理教育》等等。  
 
  正当胡焕庸和中央大学地理系在工作上取得进展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七七

事变”。在战火蔓延到上海后，学校当局决定把学校迁到重庆市。  
 
  在重庆办学的困难是敌机的狂轰滥炸。１９４０年暑期的一个傍晚，敌机投弹，使地理

系的几间房子受到严重破坏。  
 
  迁川以后的中央大学地理系，缺乏中国地理和经济地理的教师。为此，胡焕庸改教中国

地理和经济地理课程，并且结合教学工作完成一系列的中国地理和经济地理的专著，并公开

出版。１９４１年，中央大学研究院成立地理研究部，由胡焕庸任主任，当年就招收首届研

究生３名。以后，每年招收研究生，直到抗战胜利后他去美国考察时为止。１９４７年他从

美国回国时，正值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在南京解放前夕，以拒收赴台飞机票的实际行动，表

达了他在政治上追求进步的决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在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１年，在治淮委员会技术

委员会工作３年。１９５３年，他调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开始他在上海的长达４０

多年的教学和科研生涯。从这时开始，直到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室）成立为止，除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外，他主要从事世界地理的教学和研究。在教学方面，他担任过各洲

自然地理教研室主任，举办过各洲自然地理研究班，多次招收世界地理的硕士研究生。在１

９５６年以前他亲自担任大学本科的亚洲自然地理和欧洲自然地理课程的教学工作。这段时

间尽管不长，他仍然认真编写出有关专著。  
 
  在１９８１年以后，胡焕庸作为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人口地理学硕

士研究生的培养。从１９８４年起，他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从１９８５年起，他担

任博士后研究站的指导教授。他在１９８９年３月退休以后，仍返聘任教并担任人口研究所

的名誉所长。  
 
  胡焕庸在地理教育战线上驰骋了６０多年，从而形成他自己的教学风格。他的讲课不落

俗套而是先提出中心问题，然后进行细致的分析，娓娓动听，引人入胜。他的一堂课的内容，

集中要点虽只是三言两语，配合一幅地图或者一张表格，而分析起来却是丰富多采满满的一

堂课，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今天我国地理学界人才济济，他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是一位治学广博的地理学家  
 
  在地理教师的工作中，胡焕庸一方面以“诲人不倦”的精神对待学生的学习，另一方面

又以“学而不厌”的精神对待自身的提高。为此，他十分重视搜集和阅读国外文献，注意地

理科学上的新学说、新理论和新资料，从而积累丰富的科学知识。在此基础上，他根据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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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从一个教学领域转入另一个教学领域，并且从一个研究领域转入另一个研究领域，他

撰写出多种大学教材和专著。  
 
 
 
  胡焕庸从竺可桢手中接过的教学任务，最主要的是气候学。他所著《气候学》就是他在

中央大学的教材。此书主要参考德国学者Ｊ．汉恩（Ｈａｎｎ）和Ｗ．柯本（Ｋｏｐｐｅｎ）

的著作，第一次把柯本的气候分类法介绍给中国地理学界，认为这种分类法纲举目张，简明

扼要，是最完善的气候分类法。  
 
  １９８０年，胡焕庸为研究生讲授世界气候课程，并编著《世界气候的地带性和非地带

性》一书。此书论证南北半球、不同纬度、大陆东中西区的气候差异，认为：“纬度地带性

产生气温的地带性，而大陆东中西区的非地带特性，更多地表现在降水量方面的差别。由于

水热状况的差异，各地才有不同的土壤和植被，因而有不同的人口密度和社会经济。”  
 
  胡焕庸认为，我国水利地理的重点，在于黄河和淮河流域。他在３０年代所写的《黄河

志·气象篇》属于黄河流域。其他工作均属淮河流域。为了研究淮河，１９３４年他率领学

生前往苏北淮河南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并且出版《两淮水利盐垦实录》一书，及《两淮水

利》一书。此书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的导淮委员会提出的以淤黄河为淮河出海口的计划，

是完全行不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不久，即成立治淮委员会。水利部特邀他参加治淮委员会技术委员

会的工作。在这期间，他先后完成《淮河》、《祖国的水利》、《淮河的改造》等著作。  
 
  在抗日战争时期，胡焕庸比较集中于经济地理的研究。他在讲课的基础上，先后完成一

系列的经济地理著作，包括《中国经济地理》、《美国经济地理》、《苏联经济地理》和《世界

经济地理》。它们都以商品为经，以地区为纬，强调各地各类自然资源的分布状况，重视供

需关系，并且通过进出口贸易的分析，说明其有余和不足的状况。同这些著作相配合的，是

《世界经济统计》一书。  
 
  １９６４年，华东师范大学成立西欧北美洲研究所。胡焕庸根据主客观条件，着手《法

国地理图志》、《英国地理图志》和《西德地理图志》的系列著作。它们都以经济地理为重点。

“文化大革命”后，出版了《法国经济地理》一书。  
 
  区域地理是地理学的核心。胡焕庸在区域地理研究方面，强调人地关系的阐明，认为，

研究人地关系，就是研究人口、资源、环境的相互关系的总体。除了单篇论文外，他的区域

地理著作有３个方面：即分省地理、分洲地理和分国地理。在分省地理方面，主要有《江苏

图志》和《四川地理》。前者是在苏北里下河和苏南东坝等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完成的，此书

以图为主，以文为辅，在著作形式上独创一格。后者是在中央大学迁川之初完成的，是第一

本关于四川省的地理专著。在分洲地理方面，主要有《各洲自然地理讲义》的亚洲部分和欧

洲部分。二者本来都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材。其中的《欧洲自然地理讲义》，经金祖孟和严

正元、康淞万补充修改后，以《欧洲自然地理》名义重版发行。在分国地理方面，最重要的

是《法国地理图志》，此书充分发挥地图的作用，做到了图文并用，在形式上类似《江苏图

志》。此外，他在抗日战争之前，就出版《英国地志》、《法国地志》、《德国地志》、《苏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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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和《南欧地志》，在抗日战争后期又出版《日本地志》、《朝鲜地志》和《台湾与琉球》。  
 
  在抗日战争后期，胡焕庸受有关部门委托，在余俊生的协助下，在重庆进行战后重划省

区的研究工作，最后提出一个包括新的省区和省会的完整的方案。这是我国目前行政区划研

究的先声。  
 
  在１９６２年和１９６３年，胡焕庸曾两次为研究生讲授《古地理学》课程，并且写出

《古地理学教程》的专著。此书引用大量外国文献，论述全球海陆分布的演化过程，包括地

球及其圈层的形成和演变问题，第四纪的冰川和冰期、气象气候、海陆变迁和新构造运动以

及生物和人类的古地理学。  
 
  当“文化大革命”风浪初步平息，人们发现，西方已经完成一次地学大革命，大陆漂移、

洋底扩张、板块构造和世界大地构造的新学说，已经确立。为了赶上时代，胡焕庸在《古地

理学教程》的基础上，写出《世界海陆演化》一书，重新探讨全世界的海陆演化问题。此书

是从地理学的角度研究海陆演化，认为：东非大裂谷处于海洋的胚胎期，红海处于幼年期，

大西洋处于壮年期，而太平洋处于晚年期。太平洋周围的海沟、地震、火山和造山运动带，

是地表的活动带。一方面，板块在此俯冲、下沉和消亡；另一方面，大陆在此造山和增长。  
 
  上述著作覆盖地理科学的广泛领域，都是西方地理科学思想和中国地理实际的结合，在

引进西方地理科学的基础上，对推动我国地理科学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中国人口地理学的创始人  
 
  胡焕庸于１９２６年到１９２８年在法国进修时，不仅进修地理学的科学知识，而且进

修地理学派的科学思想。回国后，胡焕庸大力介绍法国学派的地理思想。根据法国学派的观

点，人类社会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既有天定胜人的一面，又有人定胜天的一面。具体体

现这种关系的，首先是人口地理和农业地理。因此，他一直把这两门学科看成是自己的主要

科研方向，强调从人地关系的角度研究中国人口地理，而把人口地理和农业地理密切结合起

来。  
 
  早在３０年代，胡焕庸就在《地理学报》上发表了我国人口地理和农业地理方面第一批

论文。其中，最重要的论文，是《中国人口之分布》与《中国的农业区域》。前者是第一次

用等值线的方法，绘制《中国人口密度图》；后者是我国最早的农业区域研究。  
 
 
 
  《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着重分析我国不同地区的人口密度，特别是我国东南部和西北

部在人口密度方面的鲜明对比。我国东南部地狭人稠，而西北部地广人稀。这是人所共见的。

文章通过分析对比，找出一条可以显示两侧人口稀密悬殊的明确界线，那就是自黑龙江之瑷

珲（即爱辉，今黑河）向西南直到云南之腾冲的直线。根据作者当时的分析，在此线之东南，

全国３６％的土地，养活全国９６％的人口。反之，在此线之西北，在全国６４％的土地上，

只有全国４％的人口。这就是说，同全国平均密度相比，东南部高出２．６７倍，而西北部

仅及其１／１６。在二者之间，平均人口密度成４２．６与１之比。很明显，爱辉—腾冲一

线，在中国人口地理上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一直为国内外人口学者所承认和引用，并且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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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田心源教授称为“胡焕庸线”。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胡焕庸的人口地理研究只能停顿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

我国进行了人口普查。１９５７年，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成立了以他为主任的人口地理研究

室，并且很快拿出关于江苏省以及南通、常熟、宜兴等县的人口地理和农业地理的论文。遗

憾的是，由于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本来可以大有作为的研究室，在仅仅取

得初步成果的时候，很快就陷于瘫痪状态。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的人口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也得到

人们的肯定，许多大学成立了人口问题的研究机构。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我国最早成立的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机构，在１９８１年就得到了恢复。现已扩大为人口研究所，而且是

国内唯一的以人口地理为研究重点的人口研究所。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成立后，全所人员在胡焕庸的率领之下，在人口地理学、人口

经济学和人口社会学以及实际应用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其中有胡焕庸独力完成的著作，如

《中国８大区人口密度与人口政策》和《中国８大区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的过去和未来》两

书；还有全所共同完成的论文集，如，在《中国东部、中部、西部３带的人口、经济和生态

环境》一书的１５篇论文中，他个人有１０篇。可以想见，年逾八旬的胡焕庸，仍然处于思

维活跃状态，因而在人口地理研究中一马当先。  
 
  胡焕庸的一些工作成果是同年轻人合作的。其中特别重要的有，他和张善余合作的《世

界人口地理》和《中国人口地理》（上下两册）；和伍理合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分布图》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密度图》。前２种是全新的著作，而且材料丰富，分析详明，篇幅

巨大，深受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后２种是他在３０年代发表的《中国人口分布图》和《中国

人口密度图》的更新和重绘。它们都是老一辈的经验及热情同新一代的智慧和勤奋的结合，

是两代人各尽所能、通力合作的结果。  
 
  胡焕庸１０年来的人口地理著作，有很多特点。他十分重视人口地理的区域差异。根据

这样的差异，他把全国分成８大人口区，即黄河下游区，辽吉黑区，长江中下游区，东南沿

海区，晋陕甘宁区，川黔滇区，蒙新区和青藏区。而且，在一区甚至一省以内，也有不同的

情况。例如，他把甘肃省称为“人口生态类型最多的”省份。关于人口密度的地区差异的问

题，他十分强调人口密度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尤其是人口和粮食生产的关系。在中国８大人

口区之中，青藏区和蒙新区在表面上都是地广人稀的地区。但是，如果把人口数量同当地负

载能力结合起来，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人口地理中，胡焕庸还注意到人口变迁的问题。我

国目前西北半壁人口对全国人口的比重，同１９３３年相比，有１．６％的提高，即从４％

提高到５．６％。这显然是我国４０年来重视开发西北的结果。东北三省的人口总数，在近

百年中增加了２０倍。这里既有经济发展的因素，也有人口迁移的因素。研究人口地理是为

了提供国家制订人口政策的参考。在这方面，胡焕庸设想，青藏区人口不宜超过１０００万，

蒙新区不宜超出６０００万。因此，他认为“少数民族地区急需推行计划生育工作，其迫切

性更大于人口稠密的汉族居民地区”。所有这一些，都体现科学的人地关系的原理。  
 
  今天，胡焕庸和他的研究所的研究课题，已不再限于人口分布及其同农业生产的关系，

而是跨入人口经济和人口预测的领域。根据他的研究，世界各国人口都曾有过盲目增长的过

程。现在，有些西方国家已经出现人口的零增长值。只要我们认真做好工作，我国也将会有

 5



这一天。因此，问题在于认真工作，而忧心忡忡是不必要的。  
 
  胡焕庸是中国地理学会的发起人和首届理事，曾任理事长多年，现任名誉理事，是我国

地理学７０多年来从发生、发展到壮大的唯一健在的见证人。１９９０年，正值中国地理学

会和华东师范大学在上海祝贺他的９０岁生日，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自选的《胡焕庸人口

地理选集》出版了。这是一部以人口地理为主，旁及自然地理，还有一个包括１８２个条目

的《著述目录》的论文集，是他６０多年来从事地理教育和地理研究，特别是人口地理研究

的详尽记录。  
 
  (作者：金祖孟)  
 
简历  
 
  １９０１年１１月２０日 生于江苏省宜兴县（今宜兴市）。  
 
  １９２３年 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  
 
  １９２３—１９２６年 在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今扬州中学）任教。 
 
  １９２６年 夏获东南大学理学士学位。  
 
  １９２６—１９２８年 在法国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进修。  
 
  １９２８年 任中央大学地学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研究员。  
 
  １９３０年 任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  
 
  １９３４年 被推举为中国地理学会首届理事。  
 
  １９４１年 任中央大学研究院地理学部主任。  
 
  １９４３年 任中央大学教务长。被推举为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  
 
  １９５０年 任治淮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委员。  
 
  １９５３年 任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  
 
  １９５７年 任华东师范大学人口地理研究室主任。  
 
  １９８１年 任中国人口学会顾问，上海市人口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室主

任。  
 
  １９８３年 任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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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８６年 任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名誉所长。  
 
  １９９０年 被聘为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顾问。  
 
主要论著  
 
  １ 胡焕庸等译．战后新世界．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４．  
 
  ２ 胡焕庸．约翰白吕纳的人生地理学．地理杂志，１９２８，１（１）．  
 
  ３ 胡焕庸．法国之地理学．载《新地学》（南京：钟山书局，１９３３）．  
 
  ４ 胡焕庸．东坝考察记．方志月刊，１９３３，６（１２）．  
 
  ５ 胡焕庸．法国地志．南京：钟山书局，１９３３．  
 
  ６ 胡焕庸．中国人口之分布．地理学报，１９３５，３（２）．  
 
  ７ 胡焕庸．白吕纳人地学原理译本序．方志月刊，１９３５，８（１、２）．  
 
  ８ 胡焕庸．英国地志．南京：钟山书局，１９３５．  
 
  ９ 胡焕庸．德国地志．南京：钟山书局，１９３５．  
 
  １０ 胡焕庸．俄国地志．南京：钟山书局，１９３５．  
 
  １１ 胡焕庸．江苏图志．中央大学地理系，１９３５．  
 
  １２ 胡焕庸，李旭旦等．两淮水利盐垦实录．中央大学地理系，１９３５．  
 
  １３ 胡焕庸．黄河志气象篇．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  
 
  １４ 胡焕庸．中国商业地理大纲．地理学报，１９３６，３（１）．  
 
  １５ 胡焕庸．中国之农业区域．地理学报，１９３６，３（２）．  
 
  １６ 胡焕庸．国内交通与等时线图．地理学报，１９３６，３（４）．  
 
  １７ 胡焕庸．南欧地志．南京：钟山书局，１９３６．  
 
  １８ 胡焕庸．气候学．香港：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８．  
 
  １９ 胡焕庸．四川地理．重庆：正中书局，１９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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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胡焕庸．世界经济地理．重庆：青年书店，１９４０．  
 
  ２１ 胡焕庸．苏联经济地理．重庆：青年书店，１９４１．  
 
  ２２ 胡焕庸．美国经济地理．重庆：青年书店，１９４２．  
 
  ２３ 胡焕庸．中国经济地理．重庆：青年书店，１９４３．  
 
  ２４ 胡焕庸．日本地志．重庆：京华印书馆，１９４４．  
 
  ２５ 胡焕庸．朝鲜地志．重庆：京华印书馆，１９４５．  
 
  ２６ 胡焕庸．台湾和琉球．重庆：京华印书馆，１９４５．  
 
  ２７ 胡焕庸．两淮水利．南京：正中书局，１９４９．  
 
  ２８ 胡焕庸．淮河．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５１．  
 
  ２９ 胡焕庸．淮河的改造．上海：新知识出版社，１９５４．  
 
  ３０ 胡焕庸．苏联自然地理概论．上海：新知识出版社，１９５５．  
 
  ３１ 胡焕庸．各洲自然地理讲义〔亚洲部分〕．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１９５９．  
 
  ３２ 胡焕庸．各洲自然地理讲义〔欧洲部分〕．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１９５９．  
 
  ３３ 胡焕庸．古地理学教程．上海：华东师大讲义，１９６３．  
 
  ３４ 胡焕庸，康淞万，蔡吉．世界气候的地带性和非地带性．北京：科学出版社，１

９８１．  
 
  ３５ 胡焕庸，陈业裕．世界海陆演化．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  
 
  ３６ 胡焕庸等．人口研究论文集（第一辑）．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１９８１．  
 
  ３７ 胡焕庸，周之桐．法国经济地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  
 
  ３８ 胡焕庸，严正元，康淞万．欧洲自然地理．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  
 
  ３９ 胡焕庸，张善余．世界人口地理．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１９８２．  
 
  ４０ 胡焕庸等．人口研究论文集（第二辑）．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１９８３．  
 
  ４１ 胡焕庸．中国八大区人口密度与人口政策（中英文版）．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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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１９８３．  
 
  ４２ 胡焕庸．论中国的人口分布．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１９８３．  
 
  ４３ 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１９８５．  
 
  ４４ 胡焕庸等．人口研究论文集（第三辑）．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１９８５．  
 
  ４５ 胡焕庸．中国八大区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的过去与未来．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

１９８６．  
 
  ４６ 胡焕庸．淮河水道志．蚌埠：淮河志编纂办公室，１９８６．  
 
  ４７ 胡焕庸．中国人口地理简编．重庆：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６．  
 
  ４８ 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下册）．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１９８６．  
 
  ４９ 胡焕庸等．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带的人口、经济和生态环境．上海：华东师

大出版社，１９８９．  
 
 
 
  ５０ 胡焕庸，伍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分布图．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１９８９．  
 
  ５１ 胡焕庸，伍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密度图．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１９８９．  
 
  ５２ 胡焕庸．中国人口的分布、区划和展望．地理学报，１９９０，４５（２）．  
 
  ５３ 胡焕庸自选．胡焕庸人口地理选集．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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